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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文化对企业业绩具有重要影响，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组织往往表现出更高的企业绩效。但是包括科 

技文化、商品文化、员工文化和形象文化在内的基准文化只是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因素．核心文化才是企业核 

心竞争力 的真正源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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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企业文化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什么是企业文化?按照国际广泛认可的 

一 种说法，企业文化是指个体在某个特定企 

业环境中的行为方式。企业文化是为企业的 

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因此企业运作的诸多特 

征也往往表现 在企业 文化上。 

总体而言 ，企业文化具有激励和辐射 

(对他人 、社会)作用。具体来说，企业文化具 

有把组织整体及员工个人的价值取向(value 

tropism)及 行 为 取 向 (behavior tropism)引 导 

到组织所确定的目标上来的导向作用；具有 

充当无形的思想上的软约束的规范作用 ：也 

具有增强组 织群体意识和向心力及归属感和 

认同感的凝聚作用。最新的研究还表明，企业 

文化更有一 种创新的作 用 。它 能建设创 造性 

的、积极性的、极富个性和特色的组织氛围， 

从而成为组 织不断开拓进取 的前进动力 。 

良好、健康的企业文化能够提高企业效 

率，减少费用支出，提升品牌含金量 ，增加产 

品的价值，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因为市场 

中影响竞争产品定价的因素除通用的生产 

成本等有形价值外，还包括品牌价值 ，而品 

牌价值的影响因素即包括受企业文化(en． 

terprise culture)影响的公 司、员工形象 。美国 

著名管理行为和领导权威约翰·科特教授与 

其研究小组，用 了11年的时间，针对企业文 

化对经营业绩的影响力进行研究，其主要结 

论 如附表。 

附表 企业文化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褒丰牛来源l孙冰《企业文化与竞争优势》 

可以看出，凡是重视企业文化因素特征 

的公司，其经营业绩远远胜于那些不重视企 

业文化建设的公司。 

2 作为组奴核心竟争力的企业文化 

就我国的企业而言，尽管已有部分企业 

进入世界500强，但核心竞争力({301~eompe． 

)的酱遑缺毫使得这些企业在全球竞争 

中仍难取得优势。核心竞争力又称核心能力， 

它建立在企业核心资源的基础之上 ，是企业 

智力、技术、产品、管理、文化的综合优势在市 

场上的反映。也是组织的共同学习能力，特别 

是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以及如何把不 

同的技术范式结合起来的能力。自1990年由 

美国企雌战略管理专家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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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halad＆ Hamel，1990)在 《公司 的核 心能 

力》中提出这个概念以后，运用企业能力理论 

来揭示企业经营战略奥秘已成为当今世界的 

最新潮流。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认为 ，一个组 

织的核心竞争力必须符合以下特征：①它内 

生于所有在竞争中生存的企业．尤其是在买 

方市场下；②它不是孤立的，而是企业系统竞 

争力的一部分，是这一系统中的关键部分和 

突出环节；③核心竞争力是有层次的，高层次 

的竞争力来源于价值链的研发和营销环节， 

且是不易被模仿的：④核心竞争力可以来源 

于核心技术，但核心技术不是唯一的源泉，领 

先的经 营管理战 略也可 以成为 核心竞 争力 ： 

⑤核心竞争力是动态调整的，随着企业新业 

务领域的拓展和时间的推移，企业核心竞争 

力会在价值链活动的不同环节产生 、转移、消 

亡；⑥其转移以生产为起点向研发和营销两 

头延伸。一般而言，度量企业核心竞争力主要 

有两个尺度：价值链环节的附加价值和竞争 

对手模仿的难易程度。 

那么 ．如何构建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松下幸之 

助认 为 ，对于一 个企业来说 ，技术 力量 、销 售 

力量 、资金力量以及人才等等。虽然都是重 

要因素 ，但最根本的还是正确的经营价值 

观 ，只有在正确的经营价值观的基础上 。才 



能真正有效地使人员、技术和资金发挥作 

用。一个企业 没有长期 的经 营理念做 支撑 ， 

即便红极一 时 ，其结果 也只能 是昙花 一现 。 

美国一家调研公司曾做过调查 ，表现出色的 

公司 、员工往往 都有一套较 清楚 的企业 价值 

观(或称信念 )；表现差的公司 ，则多半没有 

统一的企业 价值观 。可笑 的是 ，那 些把 财务 

目标定得非常明确的公司．即使在财务上的 

表现 ，也 不如那 些把 财 务 目标定 得 不够 明 

确，但注重共同信念和崇高 目标的公司。 

经过各 种探 索 ．世界上 各大公 司开 始强 

烈 地 意 识 到 推 进 企 业 文 化 战 略 (cultural 

strategy of aJ1 enterprise)的重要性 和 紧迫 性 ， 

这不仅是企业内增凝聚力的需要 ，更是融入 

经济全球化 、外增竞争力的需要。而且笔者认 

为，有一个发展趋势是值得关注和重视的 ．这 

就是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发展 ，企业文化 

作为一种文化力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地 

位和作用将更加突出。2l世纪的经济格局将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经济实体的文化力的 

较量 。文化力 的内涵包括科技 、教育在 内的智 

力因素 。也包括理想 、信息 、道德价值观在内 

的种种精神力量 ，还包括社会文化 网络 ，以及 

作用于现实生活的传统文化力量。 

3 从基准文化到核心文化 ：核心竞争 

力的真正源泉 

麦肯锡的7一S模型提醒世界各国的经理 

们 ，对企 业来说 ，“软件”(风格 、人员 、技 能和 

共同的价值观)与硬件(战略、结构和制度)同 

样重要。企业管理的软件和硬件的完善、企业 

发展 战略 的实施 和反馈需要 制度 作为保 证 ， 

而实际上各项制度 又是企业精神 和战略 思想 

的具体体现，所以包含企业精神、经营理念的 

企业文化才是组织真正竞争力之所在。 

那么，如何使得企业文化真正转变为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呢?笔者认为，光靠上述的科 

技文化 、商品文化、员工文化 、形象文化还是 

不够 的 ，这些 被称 之 为基 准 文化 (Bench— 

marking Culture)的内容仍然会被其他组织通 

过复制来获取。要想真正构建企业核心竞争 

力，还需要将这些文化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即核心文 化 (Core Cu1． 

ture)。一般而言 ，核心文 

化包括创新文化 和价值 

链文化两个方面 。 

(1)创新 文化 。创新 

将改变整个 世界 ，从个 

人生活方式 、企业运作 

模式 到社会和商业 规 

附图 推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整体文化 

则 一个 组织的核心能 力应该 建立 在对创新 

的深 刻理解之 上。企业在 与顾 客 (员 工 、客 

户 )的互 动 中 ，一方 面输 出本 组织 对创 新 的 

理解 ．另一 方 面汲取 对 方创新 的精华 ，进 而 

在这 种不 断循 环 的创新 反馈 中形成 自己 的 

创新 文化 。第 八 届 中 国 企 业 家 成 长 与 发 

展 调查 对 5 075位 我 国企业 经 营 者进 行 的 

最新调查结 果表 明 ．虽 然当前 我 国企业 技术 

创新 、管理创新 和制度创 新都有 不 同程 度 的 

进展 ，但总体创新水平还不高 ：许多经营者 

感到观念创 新难度较 大 ：管理组 织形式 的创 

新相 对滞后 ，技术 创 新人 才缺 乏 ；现行企 业 

经营 者的任 用 制度 与经 营者 的期 望 尚有 较 

大差距；政企职责不分和产权改革滞后仍是 

制度 创新 中的主要障碍 。为此 ，我们必须 在 

全 社会培育 和倡导创新 文化 ，进 一步强化 创 

新 意识 ．建立 鼓励 创 新 的社 会 环境 ，突破 制 

度 创新 瓶颈 ，加 大管 理创 新 和技 术创 新 力 

度 。只有不断创 新 ，并将创新 的理 念深入 到 

企业文化之中，才能使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动 

态化，从而保持持久的竞争优势。 

(2)价值链文化。价值链文化是指企业 

以客户增值 (client increment)为导向 ，尽心尽 

力服务 于整个价值链 ，致力于 组织价 值的全 

面提升。价值链管理是供应链管理 的最新发 

展 ，并将 客户 关系管理也纳入 了其研究范畴 ． 

其管理的基本思想是 以市场和客户需求 为导 

向 ，以核心企业 为龙头 ，以提 高竞争 力 、市场 

占有 率 、客户满意度和获取最大利润 为 目标 ． 

以协同商务 、协同竞争和多赢原则为运作模 

式 ，通过运用现代企业管理思想 、方法和信息 

技术 、网络技术和集成技术，达到对整个供应 

链上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流、工作流和 

价值流的有效规划和控制。价值链管理的目 

标是将核心企业与客户、分销商 、供应商、服 

务商连成一个完整的网链结构，从而形成一 

个极 具竞争力的战略网络。这个形成过程同 

时也是核心企业的组织文化在供应链的上下 

游扩散融合的过程，使得价值链成为文化链。 

通 过创建价值链 ，进而融合成一条 文化链 ，实 

现企 业联盟成本 领先 、标新立异 、目标 集聚的 

竞争优势，已经成为许多企业成功的法宝之 

一

。海尔在通过资本运营．实行多元化战略的 

过程 中就 十分注 重价值链 文化的建设 。 

未来学家 预测 ：2l世 纪将是一 个文化 冲 

击的世纪。各国政府、各家公司都应密切注 

意不同文化的冲击及其融合，都应关注由此 

而给 自身带来的深刻影响。目前．人类社会 

已开 始由经济型 社会 向文 化型社 会过渡 ．社 

会文化正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千姿 

百态 的文化现象层 出不穷 。正是在这种背景 

之下，企业文化的强大能量越发显示出来 ， 

并成为影响企业经营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们认 为 ，我 国企业应 该充分 重视企业 文化 

建设工作，并且适时地完成从基准文化(科 

技文化、商品文化、员工文化、形象文化)向 

创新文化 和价值链 文化 的转 变 。只有这样 ， 

才可 能将 企业 文化 逐 渐转 化为企 业 核心 竞 

争力，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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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Culture：A Booster of Shaping Organization’S Core Competence 

Abstract：It is posed that the base culture such as science culture，commodity culture，employee culture 

and image culture just was essentials of corporate core competence；only core culture was the real origin 

of corporate core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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